
 

首部境外投资条例有望
年内出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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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日前从业内获悉，由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境外投资条

例已经呼之欲出，年内有望正式出台。作为我国首部境外投资领域的法规，

境外投资条例将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我国境外投资做出顶层设计，明确境外

投资的内涵和外延，以及鼓励和禁止的方向。 

据了解，境外投资条例将对现有部门规章进行清理整合，对境外投资

的定义、审批程序、人员出入境、资金融通、利润分配及利润再投资、税

收政策等作明确规定，也会对境外投资行为作出鼓励类、禁止类等区分。 

“比如说，对产生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、符合国家‘一带一路’

和国际产能合作方向的就要鼓励，对盲目的、非理性的投资不予鼓励且要

加强监管，对违反东道国和国内法律的、不良行为等要禁止和处罚。”业

内人士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。 

上述人士指出，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迅猛发展，增量规模已经超过了

吸收的外资。2016 年我国企业非金融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54%，投资规模

已经高达 1700 亿美元。作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，对外投资合作不仅涉

及投资，也涉及重大经济外交战略布局、国家产业转型升级、国家间开放

协议的履行以及一大批跨国公司的培育等。 

但当前，我国境外投资领域适用的政策主要是部令形式发布的部门规

章，包括商务部发布的“境外投资管理办法”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“境

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规定”等，效力层级不高，保护和促进方

面不够，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趋势和紧迫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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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目前，我国迫切需要结合投资体制改革进程，适应境外投资新形势，

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，尽快出台一部上位法律法规，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

创造有利的法律环境和条件。”上述人士呼吁。 

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对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表示，中

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于 2013年跃上 1000亿美元大关，存量于 2015年超

过 1 万亿美元大关。中国已成为直接投资领域的净资本输出国，年度投资

规模高居世界第二。显然，境外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、产业升级和国际收

支的影响已经今非昔比。伴随“一带一路”的实施，其国际影响也将极大

增强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推出境外投资领域的国家级法规是非常及时和必

要的。 

此外，梁国勇指出，当前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

题，境外投资领域国家级法规的推出有助于抓住机遇，应对挑战，推动海

外投资的长期健康发展。例如，近两年部分对外投资收购项目主要基于汇

率、利率等金融因素和财务考量，缺乏实体经济和竞争力背景，具有“非

理性”成分。 

当前，我国引进外资立法体系正在经历重大变革，在自贸试验区成功

探索试验基础上，《外资企业法》等 4部法律去年已经审议修订，而对外投

资方面的立法同样需要提速。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，规范和鼓励中国企业

对外投资，已成为业界多年来共同的期盼。 

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冠春对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表示，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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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境外投资涉及发改委、商务部、外管局三个部门的监管，以国家层面

出台顶层设计的法规，有利于协调整合部门之间的职能，使得流程更有效

率，尤其是在当前加强对境外投资“真实性”审查的背景下。同时，国家

层面的法规也会赋予监管部门更大的执法和处罚权限，使得处罚更加明确。

另外，境外投资条例很有可能会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全程管控。“原来

更看重出去的环节审批，未来可能会对投资之后的资本性运作、转让、再

投资等行为都加强管控。” 

“投资者保护一直是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问题。”梁国勇指出，随着

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猛增，境外投资领域国家级法规的推出有助于有效保护

不断增长的中国海外商业利益。截至 2015年底，2万家中国投资者在境外

设立企业 3 万家，年末境外资产总额高达 4.4 万亿美元。如何应对投资运

营过程中的政治阻力和政治风险，有效保护海外商业利益，既需要完善国

际投资协定体系，也需要国内立法的跟进和配合。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设立

了一个基本的制度架构，规定了投资者待遇、征用补偿等内容，对于投资

者与东道国间争端的解决往往援引国际仲裁机制。然而，国内法规和国际

协定的有效衔接对投资者保护非常重要。境外投资条例的出台将是中国境

外投资法律建设的重要一步。（新华社记者孙韶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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